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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骗我”疯传微信朋友圈
如此好友测试 市民褒贬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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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9日，巴中市“兴州
杯”首届烹饪大赛总决赛在巴中市举
行，我市美食协会组团10余餐饮企
业代表亲临现场祝贺并观摩交流。

据悉，该赛事是巴中建市20年
来的首届大赛，该市辖区有50多家
知名餐饮企业积极参与。近500道
展示的菜肴和地方名特农产品，充满
了浓厚的田园气息，诗情画意跃然

“桌”上，吸引了行业内外许多市民到
场大饱眼福。

作为邻家“兄弟”巴中，我市餐饮
行业近年来与其往来交流日益频繁，
相互借鉴互补受益良多。达州餐饮
企业代表纷纷表示，烹饪赛事上展现
的菜品，凝聚了巴中餐饮业丰富的区
域特色和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 戚劲松）

巴中首届烹饪大赛开赛
我市餐饮企业组团交流

近日，一条“为
什么骗我”的好友测
试信息在朋友圈里
疯传，“啥子意思？”
“骗你什么了?”“发
错了吧？”……该测
试信息一发出便引
来各种回复。得知
测试真相后，有人遭
到好友的“炮轰”，有
人把它当成增进感
情的方式，还有人认
为这样的测试说明
不了什么，甚至还会
激化矛盾。

昨日上午，记者在文家梁公交站
台旁看到一段二三十米长的路面有
一半都泡在粪水中，散发着阵阵臭
味。记者循迹而上，发现污水的源头
位于不远处人行道上一处下水道井，

粪水从井盖下方的空隙不停冒出，流
到人行道上，最后一直流向主干道，
并在主干道路面上形成小水潭。而
在井盖附近，粪水所经之处已长出
了青苔，过往市民纷纷踮起脚尖，
踩着放置在粪水上的砖头小心通
过，有的市民则干脆走车行道，十
分危险。

“下水道堵塞有近一个月了，
污水流不出去，就流到路面上。”附
近居民李先生说，天冷的时候还好
点，臭味小些，但只要一出太阳，
路上就散发着阵阵臭味，环境十分
糟糕。“这一带人流量和车流量都很
大，粪水要是一直这么流着，给附
近居民及过往市民都带来极大不
便。”李先生告诉记者，三四年前这
儿的下水道也曾出现过堵塞，但很
快就修好了。可这次堵塞了近一个
月，始终没有部门出面处理。

“现在我们每天上班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冲洗门前的地砖，一天要
冲三次。”附近一商家称，粪水不停
往外冒，流得到处都是，为了不影
响生意，他们只好用水冲洗门前满
是粪水的地面，“真希望这种脏乱差
的环境早日结束。”

随后，记者联系了通川区西圣
寺社区一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
示，下水道堵塞一事他们已进行查
看，并向市政工程处进行了反映，
对方表示将在21日前来处理。

（本报记者 彭凡珊 韩春艳）

文家梁粪水横流近一月
来往市民天天趟粪水“过关”

近日，不少市民
向 本 报 热 线
2382258反映，称达
城朝阳东路文家梁
公交站台旁的人行
道上粪水横流，恶臭
连连，来往市民天天
都得过这道“粪水
关”，实在让人难以
忍受。

市民：
担心猫腻拒付货款

冯先生告诉记者，2011年，他姐
姐在南城开了一家面店，厨房炒料等
用油都由姐姐电话采购，由卖油的老
板送货上门，并在送货单上签字确
认，两三个月结一次账。2011年夏
天，卖油的老板送了价值1000多元
的油，5张送货单，当时是收银员签
收的，签收后也没有告诉姐姐。几个

月后，卖油的老板要求支付货款，姐
姐感到很诧异，见是原收银员签的
字，担心里面有猫腻，当场拒付，称找
到辞职的收银员核实后再付款。
“2012年面店关门，姐姐重新经营了
一家小吃店，仍与原卖油的老板合
作，因签字的收银员一直没找到，无
法核实，油老板从2011年至今，索要
了4次账，都因无法确认遭到拒付。
近日，油老板再次拿着货款单上门索
要，双方差点打起来。如今，我们也
感到很头疼，不知道究竟该咋办，不
知道相关法律对这类情况有没有规
定？”

律师：
供货方需提供证据

随后，记者联系了达城执业律师
郑传富。郑律师称，法律对这类情况
是有规定的。因为双方对“卖油的老
板是否送了价值1000多元的油”出
现了分歧，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讲，“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证据”。证据有几种，比如书证、物
证、证人证言等，所以，如果卖油老板
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他给面店供
应了1000多元的油，面店就应当向
对方支付货款。

（本报记者 杨秀琴）

担心签收有猫腻
千余元货款几年都没扯清

律师：供货方需提供证据

12日下午3时许，达川区公安
分局南外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两
名中年男女在一三七宾馆门口发生
争吵，且有动手抓打的迹象。接警
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及
时制止了两人的冲突，并将两人带
到派出所调查处理。

办案民警经调查获悉，当事女
子钟某某是一辆出租车的车主。11
月24日，钟某某因为所请的哥家里
有事，便请另一名相识的的哥苏某
某代班开4天车。当时，双方谈好
的价格是每天200元。11月29日，
钟某某接车时，发现出租车车尾被
撞坏，怀疑是苏某某“代班”期间
所为，故意没有告诉她。随后，钟
某某打电话询问苏某某，苏某某却
矢口否认是自己“代班”撞坏了
车。钟某某感觉十分气愤，认为自
己吃了哑巴亏，遂一直拖着不给苏
某某支付“代班”工资。12月12日
下午3时许，苏某某在南城一三七
宾馆门口看到钟某某后，便拦路向
其讨要工资，双方因此发生争吵。

办案民警经多方劝导和调解，
“代班”的哥苏某某终于承认是自己
不慎撞坏车尾一事，并同意赔偿车
主200元损失，车主钟某某当场支
付给苏某某代班4天的工资。双方
最终握手言和。

（陈燕 本报记者 罗烽烈）

“几年前的送货单，价值
1000多元，至今都没扯清楚，
真是让人头痛。”昨日，达城
市民冯先生致电本报市民热
线2382258反映，油老板送
货到店，收银员签收后却没
告诉老板，致使千余元的货
款至今都没扯清楚，双方为
此差点发生打斗，他们都不
知道该咋办。

的哥“代班”撞坏车
车主扣工资引发争吵

近日，一名出租车司机给
人“代班”撞坏了车尾，车主一
怒之下，竟将“代班”的哥的
800元工资扣完，两人为此大
吵大闹，并险些发生肢体冲
突。所幸，派出所民警多方调
解，及时化解了矛盾，两人最
终握手言和。

把测试游戏
当作联络感情

近日，达城市民陈女士收到朋友
发来的一条微信“为什么骗我”，陈女
士看到这条信息后整个人都懵了，“我
们关系相当好，我看到信息都不晓得
发生什么事情了。”陈女士说，她从来
不欺骗好朋友，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情对自己产生了误解，陈女士一时间
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她给好友回复了
一条“怎么了”，大约过了1分钟，陈女
士又收到了好友的回复，当陈女士怀
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信息，看到的是：
“群发‘为什么骗我’给好友：谁骗你
啊？——是直接的人；？？？——是单
纯类型的人；咋了？——是自以为是
的人；我吗？——是善解人意的人；什
么？——是猪一样笨的人……信息的
结尾还写着，这是个游戏，一来可以看
看你可以清理谁了，二来看看这些把
人笑得四仰八叉的回复……你也可以
试试，看看你平时的好朋友有几个能
在几分钟内回复，能给你开这个玩笑
的都是你的朋友哦，别生气哈，大家别
在意哦，开心一刻，自己对下号嘛！”

陈女士看到整个信息后才知道自
己被愚弄了，于是，她又把这条“为什

么骗我”的信息转发给了朋友，同样得
到了各种回复，陈女士觉得，这种测试
游戏可以和好朋友增进感情。

好友测试
未必能博朋友一笑

“前两天，老婆就给我发了这么一
条信息，我看了后没回，老婆见我没回
还专门打电话问我看没有看她的信
息，你一句我一句还吵了起来。”与陈
女士不一样，市民张先生觉得这类测
试游戏很无聊，不但说明不了什么问
题，有时玩笑过了还会引发矛盾。张
先生称，近几年，微信朋友圈里经常出
现一些恶搞的信息，一不小心就上当，
有的甚至写着“不转发倒霉一年”，“这
是朋友说出来的话吗？”张先生说，虽
然明知是玩笑，看到这样的信息仍然
会觉得不舒服。

张先生表示，用这种欺骗的方式
吸引注意力，在朋友圈扩散不真实的
话语，未必能博朋友一笑，反而很可
能因此伤害彼此间的感情。这种游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如今原本
就脆弱的信任关系的消费。他建议大
家理智对待，不要乐了自己，伤了别
人。

（本报记者 洪叶）


